
康軒三上國語第九課〈馬太鞍的巴拉告〉提問單	

一、暖身題	

Q1：早期有許多捕魚方法重視自然生態，展現出先民的智慧。下列有三種捕

魚方法的文字解說和圖片，請閱讀完後將圖片配對。（用直尺連連看）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Q2：承上題，你比較欣賞早期的哪一種捕魚方法呢？想一想，這三種捕魚方

法有什麼共同的優點值得我們學習呢？	

A2：我比較欣賞先民利用＿＿＿＿＿＿＿捕魚，我覺得這三種捕魚方法共同

的優點在於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	

	

	

	

	

	

魚筌的外觀為彈頭般的

錐狀體，頭小底大，底面有

一圓形開口，開口很小，因

此魚蝦游得進，出不來。裝

滿魚蝦時，打開頭部的蓋

子，就可以倒出漁獲。	

石滬是利用潮汐的原

理，在潮間帶用石塊築起石

堤。漲潮時，魚群順著海水

進入；退潮時，石堤高於海

面，魚群就被困在裡面。漁

民便可以趁機捕撈漁獲。	

巴拉告利用濕地地形為

魚群蓋魚屋，魚屋蓋好後，

大魚會來找食物，大魚吃剩

的食物往下掉，會成為下層

魚類的食物。想要吃魚的時

候，到魚屋抓魚就好了。	



Q3：仔細閱讀題目，觀賞完影片後回答問題。	

★第一則影片欣賞：下課花路米——馬太鞍濕地	

（1）影片中提到，馬太鞍是花蓮縣	光復鄉的舊地名，「馬太

鞍」在阿美族語中是什麼意思？為什麼這個地方會叫做馬太

鞍？	

答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	

（2）當桃芝颱風重創馬太鞍濕地時，當地居民做了哪些努力，讓濕地重獲

新生命呢？	

答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	

	

★第二則影片欣賞：下課花路米——馬太鞍傳統捕魚	

（3）為什麼馬太鞍人不要直接撒網捕魚，而是要選擇蓋魚屋

來捕魚呢？	

答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	

（4）馬太鞍人蓋「魚的國民住宅」巴拉告讓魚群住進來，除了魚屋，影片中

提到，還需要有哪些輔助的漁具來捕魚？（請勾選）	

答：□魚筌	 	□石滬	□手投網	□三角網	□魚叉	□魚簍	□拖網	

（5）為什麼馬太鞍部落的女生不能下去捕魚呢？	

答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	

	

	

	



☆	心智圖小提示	第一層	 	第二層	 	☆	

二、基礎題	★I	see	★	

Ｑ0：本課是一篇說明文，我們已經學過說明文的文體可以採用總說/分說

的方式安排段落，觀察課文段落內容，課文段落是如何安排的?(填入表格)

再合併意義段落，依序找出段落標題：	

架構	 	 	 	 	 	 	說	 	 	 	 	 	 	說	 	 	 	 	 	 	說	 	 	 	 	 	 	說	

段落	 	 2-3	 	 	

標題	 巴拉告	 	 	 	

Q1：課文第 1段就介紹「巴拉告」是位在哪裡又是哪一個族群的捕魚方式

呢？這種捕魚方式的做法是什麼？	

答：_____________________(地)、________________(人)、	

_________________(做法)	

Q2：馬太鞍的阿美族人為魚打造三層魚屋，這個魚屋運用了哪一種自然環

境建造？在課文 2~3段中，介紹了魚屋的構造及生態，請依據表格的提示

完成，並閱讀完第 3段後，在表格旁加上連結線說明每一層生態間的關

係。	

答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；構造生態：	

	 材料	 	

底	層	 	 	

	 	 	層	 	 	

	 	 	層	 	 大魚	

	

Q3：當阿美族人想吃魚時，他們可以在什麼時機到「巴拉告」用什麼方式

捕食呢？	

答：____________________、____________________	

Q4：課文最後一段總結，阿美族人的「巴拉告」是一種聰明的捕魚方法，

這種方法有什麼意義？並給後人帶來什麼好的影響？	

答：____________________、____________________	



	

 	



三、挑戰題★	I	feel	★I	think	★	

Q1：阿美族人的「巴拉告」讓我們學習到有節制的捕魚方法，他們不用具

有侵略性的方式捕捉魚群，但卻能讓魚群「不請自來」。閱讀完課文後，請

從課文中找出證據，阿美族人為什麼能讓魚群願意住進魚屋呢？	

※請舉出三點說明你的看法。	

1.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	

2.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	

3.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	

	

Q2：回想暖身題的影片，再仔細觀察課文的圖片補充，你發現阿美族人捕

魚的順序和方式是什麼呢？	

A2：	

（	 	 	 	 	 	 	 	）層	——→	（	 	 	 	 	 	 	 	）層	——→	（	 	 	 	 	 	 	 	）層	

	

	

	

	

	

	

Ｑ3：大自然是我們的老師，不管是課本介紹的捕魚方法——「巴拉告」，

還是習作閱讀測驗的「魚菜共生」，都是運用自然的方式，減少人為的影

響。你聽過「鴨子農夫」嗎？在閱讀文章前，請先猜猜看，鴨子在農作中

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	

A3-1：在閱讀文章前，我覺得「鴨子農夫」就是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	

	

	



稻鴨共生：鴨子來幫忙，秧苗長得更強壯	

文章來源/農業兒童網	https://reurl.cc/913Ymj	

「稻鴨共生」是前人的智慧，停止使用農藥危害土地，改藉

由天然食物鏈解決福壽螺問題，每年 2月與 7月，插秧前夕，農夫彭啟軒

會買來 30~50隻剛出生的小鴨子，冬天較冷，須多養 1週，待鴨子適應環

境後才下田，若是暖和的夏天，鴨子送到隔日就能放入清涼的水田裡。	

	 	 養在田裡的鴨子會幫忙吃害蟲，也會吃掉福壽螺，在田裡走來走去，

弄混田水，也可以抑制雜草生長，並刺激秧苗向下扎根，長得更強壯。	

	 	 這些鴨子每天早上放出去後，傍晚會自動走回鴨寮，每天待在田裡，

直到收成前 1週的曬田期，才會被留在鴨寮休息。	

	 	 也不是每一種鴨子都適合養在稻田裡喔，彭啟軒發現，蛋鴨會踩壞稻

田，紅面番鴨不太移動位置，只有宜蘭禾鴨能順著秧苗間的空隙慢慢前

進，游泳吃螺，是最適合養在稻田裡的品種了。	

	

A3-2：讀完文章後，你了解到鴨子農夫對稻子有哪些幫助呢？請摘要文章

重點，利用下圖的鴨子圖片完成「鴨子農夫使用說明書」。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嘴巴：	

腳：	



	


